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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什么？“上海·台北 we 爱影
展”9 月 25 日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开
幕。两岸年轻人通过短片表达的创意、
思考、观察，力图剖析错综复杂的人性
与情感，给观者传递了年轻的视角。

两岸都有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
人，两岸都需要影视创意人才。今年
2月，两岸 7个单位共同搭建起“we
爱·两岸青年短片大赛”平台，1203
部短片登台亮相，经过初审、复审，
59 部作品入围决赛。17 部决赛入选
作品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专场
展映。自 9 月 21 日起至 11 月下旬，
影展在两岸的中学、大学巡回展映。
入围和获奖短片作品主创人员还将走
进校园和师生交流。

今天在文化大学放映了短片《拾
荒》《冈派公路》《顽童》《稚爱》《生
日快乐》《双人晚餐》等，《拾荒》只

有几句对白，完全靠影像展示儿童的
孤独和渴望；《双人晚餐》 里的牛头
人身寓意刻板、不近人情对爱情的伤
害；《稚爱》 到最后才揭晓答案——
女童的视角不同于成人；《冈派公
路》探索了加害者人性中的善良……

这次大赛由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
促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市科
技艺术教育中心、文汇报社、上海交
通大学、沪测信息科技 （上海） 有限
公司、华联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主办方介绍，他们在6月
23 日至 30 日于上海举办了“电影大
师交流营”，请两岸知名电影人向入
围作品的主创人员传授经验。希望这
样的活动帮助两岸年轻电影人成长，
促进两岸电影在商业、文化、友谊多
方面的结合。

（本报台北9月25日电）

除了世界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外，香
港还能担当何种“中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近日表示，特区政府未来将多方推动香港成为
世界科技创新、创业中心。跟珠三角其他城市
如深圳等相比，香港在科创方面起步较迟，但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香港正急起直追。

与时并进

林郑月娥近日出席 《跑赢智能时代香港
创新创业白皮书》 发布会时表示，未来特区
政府将从增加研发资源、汇集科研人才、提
供科创资金、建立科创基础设施、检视现存
法例、加强科创教育等多方面推动香港成为
国际科创中心。

林郑月娥说：“政府必须要做一个促成者
和推广者的角色，与业界多沟通，多互动，确
保我们能与时并进”，“本届特区政府愿意与大
家同行，跑赢智能时代。”

“与时并进”是香港必须认真思考的课
题。过去十数年间，内地科创发展如火如荼，
香港却相对沉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香港过
去作为讲究务实和效益的重商社会，对于高风
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科创不够关注，另一方面则
是香港内部的政治争拗所致。

香港特区政府2012年就曾提议成立创新及
科技局，但由于立法会“拉布”等原因，这一
部门直到2015年底才告正式成立。目前，香港
的科研开支约占 GDP 的 0.73%，而深圳这一数
据已经达到了4.05%。

尽管起步略晚，但香港仍拥有不少先天优
势。如林郑月娥所说，香港拥有优良的教育系
统、充足的资金、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等
优势，可通过科技创新带动新一轮经济发展。

国家支持

香港要在科创发展上后发先至，除了要发
挥自身所长，还要善用国家支持。科学技术部
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徐捷 9 月 18 日在北京表
示，内地与香港在科技领域交流合作近年全面
提速。

不论是人才交流还是科研基地建设，中央
都不遗余力地给予香港支持。2016年有香港学
者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 61项 84人次；
科技部已同意香港的6所高校建设16个伙伴实
验室；科技部还依托香港科技园设立了 3 家国
家产业化基地，依托 3 所高校和香港应用技术
研究院设立了 6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

内地也为香港青年科技创业打开了机遇之
门。2016年10月，科技部组织了100名香港创
业青年参加“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分赴武
汉、杭州、济南和西安国家高新区调研。2017
年6月，这100名香港创业青年又访问了天津滨
海、郑州和太原国家高新区。

国家支持粤港、深港区域科技合作，为香
港科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徐捷说，新成
立的“粤港科技合作先行先试工作组”正研究
制定在广东省实施“先行先试”的科技合作政

策和措施；粤港科技合作联合资助计划已实施
十余年；此外，粤港两地政府还签署 《共同推
进粤港产学研合作协议》，鼓励香港研究机构
在广东建立研发中心。

拥抱科创

香港想要成为“东方硅谷”，还需香港社
会转变观念，用敢拼敢赢的精神去拥抱创新企
业。

腾讯控股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近日在香港表
示，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全球十大市值企
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家有七家都是高科
技企业，改变过去能源公司和金融巨头的地
位，这对香港是很大的启示。

令人欣慰的是，香港科创气氛近年变得日
益浓郁。香港X科技创新创业平台主席沈南鹏
近日表示，平台成立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果超
出预期，合共收到逾 500 个来自各行业的商业
计划书，当中一些项目具有科技领先性和比较
高的技术含量，“香港的年轻人创造力强，视
野开阔，若能搭建好创业氛围，这种创新精神
会被进一步激发出来。”

马化腾给香港提出 3 个建议。他认为，香
港一要“引进来”，希望特区政府给予更多政
策，放眼全球，积极吸引国内外高级人才；二
是“长出来”，要培育优质的环境，让人才自
我生存；三是“合起来”，要发挥各方合力，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将内地的制造和香
港的高端人才和国际化优势结合起来。

发挥自身所长 善用国家支持

香港要做“东方硅谷”
本报记者 王 平

由北京武术院、台湾中华洪门
武术联盟主办的“2017 海峡两岸
武术交流会”近日在北京启动，这
一活动旨在推动两岸同胞传承中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夯实两岸民众一
家亲的情感基础。

台湾中华洪门武术联盟总会长
刘会进对记者说，两岸武术同根同
宗，台湾武术的根在大陆，是郑成
功时代进入岛内的。两岸间的武术
交流，多年前就已启动；4年前更
推出台湾国际武术文化节，吸引千
余名两岸武术爱好者在岛内同台竞
技，其中不乏小朋友，效果非常好。

以武会友增进两岸了解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分为
“精武汇”“社区汇”“演武汇”3
个板块。“精武汇”是比赛的主
体，参赛者先通过网络视频比赛，
再用2天时间现场过招，评出规定
类、初级类、自选类、传统类、太
极类等五大项目获奖选手。“社区
汇”是比赛的延伸，除了通过举办

“两岸武术文化研讨会”提高大家
对两岸武术文化交流内涵和未来的
认识，台湾武术社团同时还走进北
京的社区、学校，开展基层武术交
流。“演武汇”则邀请两岸武术专
业院校进行武术表演，展示两岸青

年的威武英姿。
“中华武术在海峡两岸有着深

厚的民间基础，‘以武会友’的方
式有助于深化两岸对中华武术的文
化思考，弘扬崇德尚武的武术精
神，让两岸年轻武术选手互相了
解，进一步增进两岸民众情感，为两
岸和平统一做出贡献。”刘会进说。

创新形式吸引青少年

为了增强武术运动对两岸武术
爱好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吸引
力，在以往传统现场（线下）武术比赛
的基础上，参赛选手可通过手机应用
进行网上报名，上传参赛视频，组委
会聘请专业裁判对参赛视频进行评
审，按照比例评选出各等级奖项并颁
发电子证书和给予适当奖励。

线上比赛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31 日举办，现场 （线下） 比赛将
在12月2日至3日在西城区广安体
育中心展开。届时，来自京、津、冀、
鲁、豫的500名选手，与台湾地区的
180名选手将共聚一堂，切磋武艺。

来自台湾的许晋铭在启动会现
场表演了一段洪家拳。“以气发力，
以声助威，走的是比较刚猛的路
子。”他向记者介绍洪家拳拳术的特
点。从小对武术着迷的他，高中就加
入了学校武术社，此后一路学习洪

家拳；几年前来北京大学读博，他又
跟随北京的老师学起了太极拳。

武术传承希望在年轻人

许晋铭说，练武很辛苦，除非
有很强烈的兴趣，否则很难坚持。
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影响，
台湾现在练武的人数有减少的趋
势。而反观大陆，武术培训越来越
系统，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多，尤其是
大陆武打明星，李连杰、吴京等，让
民众对武术产生兴趣。

“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得
到当局的资助比较多。现在台湾要

举办武术比赛，资金支持就比较
少。岛内环境在改变，这种活动就
显得特别重要，强调武术精神，在
台湾推广武术，是为了让大家不要
忘记。如果能来大陆参加交流比
赛，一定对习武会有助益。”许晋
铭说。

刘会进介绍道，台湾民间有很
多授徒的武术馆，影响力比较大，
大中小学也基本会有武术社团。

“洪门会经常派武术老师去学校，免
费教青少年习武，拓展武术的工作。
我们现在尽量吸收年轻人，武术要
传承，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两岸武林高手将同台过招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启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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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年获奖短片巡展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两岸青年获奖短片巡展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近日，由香港工商界、演艺界人士等共约200人组成的香港各界中秋探访团，赴解放军驻
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为驻港部队官兵送去中秋节的慰问与祝福。

左图：驻港部队在活动上进行军乐表演。
上图：慰问团组织举办庆中秋同乐会。 王 玺摄 （新华社发）

香港各界人士迎中秋慰问驻港官兵香港各界人士迎中秋慰问驻港官兵香港各界人士迎中秋慰问驻港官兵

据新华社香港9月 25日电 （记
者王小旎） 国际咨询公司毕马威 25
日在港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2017年
香港 IPO 整体集资额将达 1500 亿港
元，其中，来自信息科技、媒体及电信
等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呈增加趋势。

该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香港共有 97 宗 IPO，同比增长 56%；
而集资总额为850亿港元，同比减少
37%。该机构预测，香港市场的 IPO

活动将于第四季加速，期内将有约
80 宗新股上市，推动全年集资总额
最高达到1500亿港元。

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服务
组香港主管合伙人李令德表示，目
前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在今年上市
宗数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他表示，
随着内地和香港推出一系列战略举
措助力科技发展，香港有望吸引更
多科技公司上市。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陈键兴、
尚昊） 中华文化学院院长严隽琪近日
在中华文化学院成立 20 周年大会暨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论坛上介
绍，20 年来学院举办各类文化培训
班次300余期，培训港澳台和华侨华
人学员逾 2.5万人次，为落实“一国

两制”、推动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
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文化学院成立于 1997 年，
是唯一一所以“中华文化”命名的中
央级教育机构，主要面向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华侨华人开展教育培训和文化
交流。

毕马威发布报告：

香港全年IPO集资额有望达1500亿港元

中华文化学院：

20年共培训港澳台侨学员2.5万人次

据新华社台北9月 25日电 （记
者潘丽君、何自力） 台湾 1111 人力
银行 25 日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九成
九受访台湾上班族认为岛内就业市场
整体薪资过于低落，逾五成受访者三
年多未获调薪，更有 16％受访上班
族“冻薪”超过十年。

根据该份“台湾上班族薪资成长
调查”报告，受访者认为台湾整体薪
资过低的主要原因分别为企业吝于加

薪 （74.6％）、起薪过低 （53.1％）、
大环境景气不佳 （22.9％） 等。

1111人力银行副总经理李大华分
析认为，台湾企业为因应产业快速变
迁，在人事成本运用上相对保守，固定
调薪制度被浮动的奖金与绩效考核制
度取代，使得上班族不仅调薪频率低，
且幅度微小。许多上班族不得不以离职
或跳槽为手段，为自己争取加薪机会，
间接造成企业员工流动率高居不下。

台湾调查显示：

九 成 九 上 班 族 叹 薪 资 过 低


